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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研究:文献回顾与进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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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从制度情景、市场驱动、个体选择方面探析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生机理。 对电商创业减贫效应

与不同电商农户创业行为的异质性进行阐释,指出空间资源异质性以及知识异质性造成农户创业的差

异。 从体制机制、组织形式、风险感知等维度评析低度嵌入互联网的农户电商发展问题,并从个体、市场

与社会因素剖析电商创业行为发展影响因素。 指出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研究需要在可持续性上不断深

化,拓展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深化机制研究,接续推进农户电商创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建立良性

的政策传导机制、有效的资源链接机制、联动的多元参与机制,健康的价值引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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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顺应农民新期盼,立足国情农情,以产业兴旺为重

点。冶 [1]中国农村社会已经步入网络化时代,农户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的电商创业活动促进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并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成为乡村产业兴旺的新路径,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

注。 社会学注重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生的机制,注重创业行为发生和发展中个体行为者与其所处

的创业环境如何互动互构的过程,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动态均衡的形成过程和机制的研究。 鉴于

此,本文以综合性、整体性视角对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在把握社会结构

中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生成的社会条件、不同结构条件的电商农户创业行为的异质性,以及反思电商

创业行为发展困境及其转型发展长效机制的基础上,系统性构建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行为研究的

整个脉络;同时,通过理解和解释这一逻辑,进一步探索拓展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研究视角、创新研

究方法、塑造核心机制的研究进路,也从而确立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行为的机制化实现进路。

一、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生机理的研究

农户电商创业行为不仅是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 农户电

商创业行为动机和决策选择是个体与社会交互作用的结果。 有关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的内在逻辑与

形成机理研究,主要从制度情境、市场驱动、个体选择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
(一)制度情境视角

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生与社会制度情境模式塑造相关,这被学界所认同。 2015 年,国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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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扶贫试点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各种政策支持农村电商发展,旨在为创业者提供便利、
减少创业障碍,由政策持续推动产生的信息红利提供了创业实践场所和空间。 农户选择采用当下

新兴的电商经营模式是政策、市场双重驱动的结果。 李培林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农户从传统行为向

现代行为的转换,传统农民大规模减少和转变为现代农业经营者的过程,通过农村电商经营活动增

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体现出电商政策应用对农户创业的促进效应[2]。 刘金海认为,政策或体制的

改变,农户也会迅速改变自己的利益,变化中的农民正全面地、经常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中,农户生

产和经营行为越来越受到外部市场影响[3]。 张诚等从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作用这一视角,阐述了政

府推进策略有利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之间的积极合作,扩大投资、减免税收等扶持政策能够促进

两者的共同发展[4]。 例如,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智库课题组以湖北省“枝江模式冶为例,分析了

电商创业与政府的作用,认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组合发力促成了电商创业活跃,推动电商产业

蓬勃发展[5]。 我们应该看到国家出台的电商政策通过不断调整,电商创业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

本形成,一系列政策保障了农村电商的发展,为农户电商创业带来了难得的、不可错过的机遇。 然

而,脱贫攻坚期间超常规性的政策支持难以推动那些脱贫的中西部农村电商持续发展。 尤其作为

欠发达地区电商产业聚集效应弱,国家出台的过渡性、衔接性政策,应精准介入到电商创业的整个

环节。 欠发达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各项规划任务都应从长计议,既能关顾到不少农户电商发展遇

到一些具体问题,又能着眼于欠发达地区电商总体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困境,综合考量农村电

商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农村电商人才短板。 本文认为,要注重国家与地方政

策的衔接、过渡和补空,避免顾此失彼,形成更持续有效的农村电商发展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和人才

体系。
(二)市场驱动视角

在市场发育程度和电商产业分布的研究上,梅燕等从农村市场竞争引起的电商产业空间分布

角度进行阐述,梳理了乡土地域环境催生的电商发展空间分布格局、发展阶段的阶梯特征,认识到

各区域资源禀赋的天然约束,揭示了适宜的市场环境下农村电商不同阶段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

同发展机制[6]。 邱泽奇认为,全面的产业格局和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在市场中诞生、迭代,以及淘宝

村发展对乡村社会秩序格局行塑的影响[7]。 也有学者分析了部分区域出现的淘宝村、淘宝镇、农
村电商产业园区等典型的商业聚集现象,认识到同一个村庄、乡镇或园区聚集了大量从事电商的个

体创业者或企业,这些电商从业者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往往聚集在一个或几个

相同或相近的产业内,也诠释了对淘宝村形成的决定因素[8]。 正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冶自发地进行

配置和调节作用,农户创业选择渠道也增多。 显然,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淘宝企业在经济发

达区域、产业相对成熟的农村聚集,结果是形成农户密集创业效应,同时也引起了过度的市场竞争,
带来了产业的同质化现象。 市场经济中的不发达区域的农户个体很难获得有利的市场资源,致使

创业举步维艰。 要依靠全面深化农村市场改革,需要完善农村网络市场资源链接机制,促进农业与

互联网、物联网融合,增强农村电商发展内生活力,激活农户电商创业发展动力。
(三)个体选择视角

在个体选择方面,一些学者从农户个体知识资源和外部资源获取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个体如

何整合利用内外资源对其创业选择以及效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农户个体知识与技能来看,
刘亚军等认为,农村电商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减少居民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改变了农民在利益

链中的角色,激发了农民利用电商自主创业的积极性[9]。 张舰等认为,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互

联网优势,使农户能够及时、准确搜集大量网络信息发现创业商机,进一步验证了互联网信息的获

得对促进农户创业行动意义[10]。 芮正云等认为,互联网嵌入对农村创业者创新性、均衡性机会开

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知识关联的加强有助于其突破现有资源基础与认知边界,利用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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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资源要素[11]。 根据农户创业行为的变化分析,聂召英等认识到农民网商与电商市场接触过程

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惯性内化为指导农民网商行为准则[12]。 万倩雯等基于农村电商创

业的个案分析认为,农户通过互联网络建立的有效信息交流渠道,有助于提高农民决策效率,互联

网使用为农户创业提供了信息参考[13]。
从创业外部资源来看,周浪分析了电商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与机制,论证了在市场实践中

创业农户拥有的家庭禀赋、社会网络、网络环境等成为形塑自身的市场主体性地位的重要因素[14]。
周应恒等认为,淘宝村具有差异化的形成机制,而以邻里交流、电商平台、先锋示范、操作技术等因

素是电商创业集聚的关键动力[15]。 刘滨等研究表明,农户电商合作行为选择受到农户家庭劳动力

与亲友的信任程度的影响最大[16]。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学者关注电商创业与经营的模仿、创新。
邱泽奇等认为,电商繁荣都源自村民之间,熟人社会为模仿和创新提供社会正当性[17]。 本文认为,
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农户个体在社会结构中起了基础性作用,从创业认知塑造、创业意向形成到创业

模式选择,这些讨论诠释了农户创业的经济行为、决策行为与社会选择行为,论证了传统意义上

“强资本 -弱农户冶的关系格局的变革。
总体看来,学术界对于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的生成逻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呈现了政府、市

场和个体选择在创业行为生成中的密不可分,肯定了电商政策、市场驱动、个体资源在农户电商创

业中的作用机理,诠释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不可替代性和创业个体有限理性。 这为

认识不同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发展困境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参照。 但是,电商发展环境下

欠发达地区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生成的社会基础研究还比较脆弱,基于系统性的角度,必须从制度、
资源、技术层面深化农户电商创业生成机制的研究,合理引导农户参与电商创业,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增强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电商减贫与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异质性的研究

农村电商减贫成为共识,农户通过互联网使用达到减贫最终形成自我发展能力,促进电商创业

行为,提高创业绩效。 互联网作为撬动我国数字乡村的重要杠杆,其渗透使农户的创业行为、增收

方式出现了新变化。 涉农电商增加农民创业渠道、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成为实现脱贫重要手段,这已

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而互联网信息时代的个体适应性差异与地区数字鸿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部分

农户运用新技术持续创业的可能。 尽管学术界对于不同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的异质性的解读上有一

定的争论,但是在核心观点上还是比较一致的。
(一)电商创业减贫效应

对于电商嵌入的叠加效应,一些学者从电商创业的减贫机理等方面研究给出了解释。
一是电商嵌入赋能农户创业,为扩大农户创业总量和提高创业质量提供了平台。 农户借助互

联网搜寻技术和市场资源,扩大了创业选择范围,“互联网 + 农户电商冶带动了农村家庭创业,推动

了农户脱贫。 聚焦在认知、认可程度较高的领域创业,拓展了农户发展空间、增强了农户创业发展

韧性。 作为减贫的重要方式,电商促成的社会创新将会帮助潜在的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18],进入

市场后降低创业风险[19]、与互联网相关的固定成本降低[20]。 聂凤英等认为,“涉农电商冶是精准扶

贫的有效手段,在提高农户能力、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和增收节支方面有重要作用与巨大潜力[21]。
汪向东从贫困主体的获得感来审视电商创业,认为贫困主体的获得感来源于农产品以及服务的上

行,上行过程中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电商所能解决的根本难题,也是电商减贫长效机制的

核心基础[22]。 电商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农户创业空间增长带来巨大的潜力,电商平台经济也成为欠

发达地区电商持续创业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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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电商效应诱发了贫困地区农村弯道超车。 有研究认为,农村电商产业集聚效应能够提升

当地经济协作的集体效率,通过特定的资源为重点的合作行动,农村电商带来的社会创新已经成为

发展中国家减贫的方式[23]。 学者们从电商嵌入倒逼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产业链条角度审视

农村电商效应,认为适应电子商务这种新的范式,农村电商能够促进其采纳主体扩大市场份额[24]、
市场开发[25]和发掘潜在客户[26]。 这同时也是农户电商成功创业的重要因素。 电子商务帮助农村

地区克服地理上的不利条件,使他们成为更大的市场领域中更有效的参与者[27]。 有研究基于对中

国两个偏远村庄的深入案例研究,说明了电商如何增强边缘农村农户经济发展的能力,从而形成一

个有助于自我发展的农村电商创业生态系统[28]。 电商的区域减贫机理也得到证实,然而电商经济

转型发展必然需要考虑区域网络空间的低度嵌入与深度融入问题。
(二)不同电商农户创业行为的异质性

创业行为的生成会遇到创业资源、创业者资质等关键要素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不同农户电商创

业行为的异质性特征。
一是从空间资源异质性解释农户创业的差异性。 基于互联网可获得条件,朱富强分析了互联

网经济具有的产业集中化和产品主流化两大基本特征,先占者具有明显的先入优势,由此也带来收

入差距拉大问题[29]。 鲁钊阳等研究了农产品电商发展带来的区域创业效应,认识到东中西部不同

地区之间创业效应存在的差异[30]。 这些研究反映出区域电商创业效应的差距,电子商务让欠发达

地区、农村、贫困阶层受益较少也得到进一步验证。 在互联网资本框架下,邱泽奇等对红利差异和

影响红利差异的机制进行考察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

村,以及贫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31]。 郝大海等引入多层次回归模型,发现地区因素和个体因素

对于数字鸿沟的影响[32]。 王迪等基于移动互联网与时空重塑的分析,注意到不同区域移动互联网

的使用与社会分化,认为移动互联网加剧了社会群体结构的两极分化[33]。 区域创业资源异质性、
资源获取的差异会影响创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塑造,必然要求重视电商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如何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缩小地区之间和城乡间的差距。
二是从知识异质性解析农户创业的差异性。 由于地理和制度隔离,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在信息的获取与市场能力方面一直处于劣势低位,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34]、市场能力方面不

足[35]。 曾亿武等通过江苏沭阳农户的调查认识到互联网接入可及性的差异,认为并不是所有农户

都有能力参与电商创业,先前创业经历和先前培训经历促进农户采纳电子商务,社会资本直接促进

农户采纳电子商务[36]。 即使处于同一区域,农户之间也存在个体知识、技能差异。 从知识差距视

角分析,较高和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在使用互联网方面存在的差距,信息沟通技术对受教育程度和收

入水平高的富裕阶层有利,并造成高低收入人群的差距[37]。 信息技术的使用需要使用者有一定的

受教育程度,而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较差[38]。 魏后凯研究指出影响农村互联

网普及的主要原因是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有限以及收入水平较低[39]。 崔丽丽等从社会资本有

关因素的分析认为,邻里和社交示范、网商协会组织等因素能促进淘宝村商户网络销售业绩增

长[40]。 农户个体的知识水平、网络技术掌控能力、创新利用社会资本与农村电商创业绩效间的作

用机理得到了验证。 虽然互联网使用对那些较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户群体产生

了积极影响,但从事电商创业主体以文化层次较高的年轻人为主,而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农户文化

程度相对较低、新技术学习能力不足,要整体激发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促成想电商创业、能电商创业

的内生动力,要进一步减少异质性。
本文通过异质性视角的分析,检验了空间异质性、个体禀赋的异质性对创业效应的作用机理。

尽可能地减少异质性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同发展的共同任务。 我国一些欠发达地区在消除数

字鸿沟方面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形成了扶持电商创业的一整套经验。 同时,不同样态的创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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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如何导致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的可持续性差异,以及异质性视角下组织机制、市场机制、风险防范

策略等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三、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展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电商作为一种新兴创业形态,在农村嵌入性发展过程中面临和农村市场经济、农村社会运行逻

辑难以有机协调的困境。 农户电商创业面临体制机制、组织形式、不确定风险等多重挤压,因而电

商创业转型发展以及实践机制问题也受到了学者的重点关注。
(一)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展问题

农村电商对产业链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电商创业产业升级和实现创业价值链。 聂召英等从

体制机制层面阐述,认为在生存之忧和发展之惑的双重压力下缺乏横向联结机制的分散化小农户

经营难以形成聚合力,处于被边缘化和被隐性排斥的小农户退出电商市场的场域和农村资源流失

的现象,是农村电商体系持续变动和重组的结果,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尚未结构化且持续演化发

展[41]。 柳思维等从组织形式层面阐述,指出农民的组织合作尚未普及,认为大多数自主创业的电

商单打独斗,未形成合作、互助机制[42]。 路征等基于个案比较研究指出农民网商的微观特征及农

村电商转型出现趋于断裂问题,认为农民网商经营上体现出家庭化、规模小、策略简单等特征,以及

本地同业竞争激烈、物流成本高、融资渠道和营销策略单一、政策普惠性低等问题影响到农民网商

群体的可持续发展[43]。 还有学者从风险感知与创业模仿角度阐释农户电商创业的“羊群效应冶。
刘杰等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存在,农民主体往往以周围行为榜样作为自己的行动参考[44]。
简单复制的创业模式引起的创业风险进一步得到检视。 张鸣峰等认为,电商创业的爆发式增长,网
店销售农产品的利润率下降,价格竞争激烈,不少电商农户的积极性和信心受到打击[45]。 吕丹从

整体层面阐释了电商创业的同质竞争、电商产业单一化现象,分析了电商发展过程中对成功模式的

简单移植的“红海效应冶,认为创业模式的简单复制导致的电商发展瓶颈只能造成创业失败[46]。
学者们鉴于农村电商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要素、发展的条件等重要方面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针对农户电商创业如何转型、持续发展展开讨论。 崔凯等认为,基层实践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农村

电商发展动力,通过一整套社会机制的功能展开,能够确保农户创业的自动和自发生成[47]。 邱泽

奇等从动力机制角度关注电商创业发展,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提供了制度保障,
并给出结构转型、技术赋能、需求与环境压力等多种理论解释[48]。 总之,适应农户电商创业转型发

展的需求,面对体制机制不健全、产业发展软肋、应对风险能力弱等持续发展动力不足难题,从本质

上来说,聚焦农村电商转型发展面临的政策桎梏,更应强化体系支撑,应有更精准的政策扶持以及

长效机制的建立。
(二)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展的影响因素

电商创业行为发展不是封闭的,而是受自身和外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有学者通过分析创业

者特殊禀赋,知识、经验、价值观念等对创业行为持续发展的影响,认为持续创业的实现不能忽视自

身知识、经验、价值观念等特殊禀赋与已有资源进行整合和嵌入[49]。 创业者个体的创新精神以及

价值观等因素是影响持续创业的关键变量,为了应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创业者需要充分利用网络

内部的社会资本,借助持续的制度和文化创新激发创业潜力[50]。 同样,外在的市场与社会因素影

响电商创业发展的角度同样受到关注。 邵占鹏研究认为,在农村电商场域中,受制于电商平台游戏

规则和资本的逻辑物质资本匮乏,“水涨船高冶的网络营销费用和差异化经营需要的双重压力下小

农户可能会丧失电商创业的信心[51]。 另外,农产品上行困难导致农户电商创业的可持续问题。 如

赵大伟等认为,农产品上行普遍存在设施弱、渠道少、环节多、成本高、损耗大、效益低等问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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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反映了电商农户互联网利用水平层次较低,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需要农村电商服务体系

持续变动和重组,由此映射出可持续创业的实践可能以及电商转型发展的应然路径。
总体来说,学术界在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展问题、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的成果较为集中,多从个

体、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维度进行研究。 农户电商创业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面临如何接续推进机制

的构建问题。 从创业行为生成、异质性,到可持续发展的观察角度的转换,需要面对农村电商体系

持续变动,政府如何规制引导、组织资源如何整合、农户参与主体如何体现、价值引导机制如何形塑

的现实问题。

四、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行为研究的进路展望

目前,学界在农户电商创业研究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滞

后于电商创业实践的需要,难于促成“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淘宝冶这一现象,如何推动电商持续

创业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上的大有可为,留下了一些未尽议题和有待深入拓展的空间和方向。 本

文认为,基于既有研究来审视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亟待构建具有前瞻性的支撑保

障机制,应建立更有效的政策传导机制、资源链接、多元参与机制,为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的社会机

制研判与延伸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方案选择。
(一)深化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行为的研究进路

1郾 拓展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可持续性的研究视角

一方面,从乡村振兴视角进行研究拓展。 王晓毅等认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小农户现代化,现
代化的信息传输有利于小农户迅速接收到新的信息而实现与现代农业的衔接[53]。 互联网作为重

要的社会因素,其应用在资源信息获取、机会识别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并与传统的创业模式存在差

距。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互动方式,“互联网 + 农户电商冶为今后农户创业提供了全新的领域,已
经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在数字乡村目标下构建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展的制度框架是

今后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已有对农户电商创业的研究大多关注减贫效应这一维度,研
究视角有待更进一步从电商创业扶贫转向乡村振兴。 通过对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具体维度的呈现、
行为方式与特征诊断,深入阐释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与全面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问题及作用路径,
对不同电商创业方式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为农户电商创业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农户电商创业行

为的生成机制、评价体系以及机制优化等问题的研究提供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视角揭示

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可推动形成完整的、系统的农户创业行为理论研究体

系。 基于农村特定地域,以农户为主体的电商创业行为持续发展,涉及政策、资金、人才、基础设施,
必须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保障,以及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和推动,这需要运用社会学的理

论与方法进行学理挖掘。 通过综合可持续发展、可行能力、创业生态理论,建立“行为机理 - 机制

评价 -响应政策冶的研究框架,阐释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行为之道,有助于构建更科学、更系统的

持续创业的社会机制。
2郾 创新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可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学界在农户电商创业的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从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着手,对农村电商创业

的意义和模式进行规范分析和理论推演,理论的阐释较多,实证性的分析偏少,研究视角较为局限,
角度相对单一。 由于缺乏鲜活的实证材料,直面农户电商创业的现实问题不够精准,这不太利于准

确把握农户电商创业方式的分化现状及特征、不同电商创业方式的可持续性评价以及农户电商可

持续创业行为引导机制完善。 因此,必须创新研究方法,秉持更为务实的精神,突出问题导向,从深

入田野、展开调查而积累第一手材料,以解释农户电商创业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和问题。 根据创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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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不断变化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以回应新时期农户电商创业的具体需求。 通过深

入调研发现农户电商创业发展瓶颈,诊断不同电商创业方式的选择基础、实施过程,以及由此带来

的持续性差异,找寻缓解农户电商转型断裂问题的侧重点和着力点。 从正反案例研究中归纳出能

够有效助推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的核心要素,以建构针对性更强的农户与互联网市场链接机制,使
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研究更接地气。

3郾 深化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可持续性的机制研究

电商创业行为是农户作为创业主体融入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重要体现,需要政策传导、资源链

接、多元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这是电商创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前国家和地方政策应着

眼于长远目标,完善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户创业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拘泥于“小打小闹式冶,不为

短期政绩,而是久久为功。 但是,客观地说,受到区域电商政策、市场驱动与个体资源的影响,欠发

达地区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展面临着政策传导、资源链接、多元参与和价值引导等困境。 居于问题

导向,迫切需要调结构、建机制、强弱项,明确农户电商发展的制约短板,逐步建立制度化、常规化的

长效机制。 对标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可持续性发展,电商政策的重点领域与场域应聚焦于发展能力

弱的欠发达地区,聚焦欠发达地区农户电商创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加强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行为的

政策传导、资源链接、多元参与和价值引导等持续支撑机制的研究,强化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研究深

度,使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行为的响应对策真正惠及欠发达区域。
(二)农户电商可持续创业行为的机制化实现进路

本文认为,面对农户电商创业发展道路上的困境,深化改革、促进机制的完善是唯一出路。 有

效的机制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合作、协调,既注重政策顶层设计,又能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通

过政策传导、资源链接、多元参与和价值引导机制创新,充分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的相关功能、资
源和机制,这种多边合作机制化的模式为公平合理的创业秩序构建发挥重要作用。

1郾 良性的政策传导机制

政策传导机制是指通过调整政策工具,借助一系列中间指标,进而保障体系内部各要素、各环

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递、导向与变现。 电商扶贫政策启动后,运
用电商创业的农户越来越多,这表明电商政策传导实施的效应是积极的。 “三农冶工作的重心由脱

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转换,也需要推进电商创业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 一方面,做好政策的衔

接和调整。 综合考虑到电商创业面临的困境,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解决实际问题,把扶持电商创业

政策纳入到乡村振兴的目标,更新电商创业政策,做到政策具有前瞻性、可持续性。 在实践中从国

家到地方都应制定出符合乡村振兴的农户电商创业发展政策,避免政府仅从本部门的工作出发设

计政策,要系统协调各部门、各类政策之间的关系,使它们整合起来,形成多项政策、多层面政策组

成的政策群。 由此协同发挥电商政策的有效作用,提升农户电商创业传导实施的效应。 另一方面,
要实行梯次推进,注重多方面协同发展。 好的政策需要良性的传导机制,能精准传递到位,发挥创

业政策的导向作用,才能真正落地生效。 尽管在扶贫期间电商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然而,由于我国

欠发达地区电商发展总体处于落后的状况,农户电商创业还有进一步发展空间,需要政府及有关部

门进一步建立良性的政策传导机制,加大对农户持续创业的政策吸引。
2郾 有效的资源链接机制

资源链接机制是组织资源整合的结果,是指组织的各个主体及主体间要素,借助任务驱动、要
素落实,链接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为创业活动提供持续资源支持和服务供给。 资源链接的目的

在于,通过各种科学方法或手段,收集整理出有利于电商发展的好资源。 不同区域、不同个体所拥

有的资源是不均衡的,不同创业者所需创业资源也不同,大多数农户自身并不拥有足够数量或质量

的资源,需要多渠道获取来自政府、社会和农户个体资源。 一方面,在组织机制层面,抓好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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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 对于创业者来说,政府和市场提供的资源是影响创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政府掌握大量

资源,市场激活资源再有效传输给创业者,而农村创业资源分布广泛、供给主体复杂,各部门缺乏协

同、资源调配困难。 这就需要建立资源共享链接平台,以政府主动服务为手段构建资源支持网络,
整合、盘活电商创业市场与社会资源,保证各种资源的无缝对接,避免资源无法有效地与创业农户

实现对接。 尤其针对电商创业主体各自为阵状况,需突破各电商创业主体边界,实现主体之间的跨

界链接。 另一方面,在供给机制层面,更加注重实际效果。 为适应宏观电商市场形势的发展变化,
必须充分认识到多层次的电商创业资源链接的行动逻辑,分析影响农户电商创业资源获取的关键

因素,充分了解农户电商创业发展资源需求的基础上厘清现有资源,建立农户电商资源利用机制,
从质量上保障创业资源供给的有效性。

3郾 联动的多元参与机制

多元参与机制是指在互联网技术介入的基础上,制定平等准入、资源共享、层级互联的多元主

体参与整合机制。 农户作为电商创业主体是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主角,也是电商创业可持续

发展的推动力量。 一方面,在参与主体方面,培育多元主体融合发展。 在现阶段,尽管农户电商创

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各类电商创业群体活力不断激发。 但在村农户电商创业的主体性不足、组织化

程度低,很难促进电商发展。 从现实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户信息素养相对较弱,存在互联网主体间

的认知距离,仍缺乏对互联网核心要素的深度嵌入,必须突出农村电商主体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注
重发挥返乡青年、乡贤等在电商创业发展中的头雁作用。 另一方面,在参与范围和方式方面,也需

要完善利益联结实现机制。 整体上,农户电商创业参与的方式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形成了政府驱动

型和市场主体型等多元参与主体的互动与合作。 以资本下乡撬动的电商龙头企业、电商大户要本

着让利于民、带动村民增收共富、共创共享为价值追求,让农户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共创者的行

为转型。
4. 健康的价值引导机制

价值引导机制是指通过社会环境营造及内化伦理认知引导,促进创业价值观嵌入于当地社会

结构,激发人们创造价值行为的社会机制。 从行为与价值的关系可知,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的发生需

要社会环境营造引导,激发电商农户个体在自身持续创业的过程中承担起为乡村振兴、为带动村民

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健康的价值引导机制应该是利益共生、价值共创、成果共享的“社会-个体冶
双向价值引导,在个体与社会互构中形成价值引导交互机制,共同推进电商创业良性、生态。 一方

面,在乡村社会层面,正向引导形成主流化的创业价值导向机制,形成良好的电商创业环境。 从现

实来看,在农村电商创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消极的价值导向也诱发了侵害创业者权益的行为,这
隐含着现实中存在的低度嵌入互联网的电商发展困境,也折射出电商市场转型中社会媒介素养需

要普遍提升的迫切需求。 只有尊重爱护电商创业者,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电商创业者安心创业

创造有利条件,才可能增强电商创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另一方面,在乡村个体层面,形塑创业

伦理与价值认知。 事实上,电商创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合作意识、合
约意识、履约意识相对较弱,需要进一步探索合作机制、契约机制构建的路径,塑造农户良好的创业

伦理素质结构。 作为电商创业个体,需要不断弘扬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致力于创造社会价值。 尤

其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电商创业主体不仅要关注经济价值,同样要重视农村的社会、文化价值需求。
只有提升农户个体的价值认知,促使个体创业的选择和乡村振兴的国家重大战略紧密联系起来,也
才可能最终实现电商创业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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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Rural E鄄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HUANG Jianxi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忆 e鄄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situation, market driving and individual choice,
and the effect of e鄄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of different e鄄commerce farmers. It found that the spatial resource
heterogeneity and the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lead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farmers. The study also evaluated and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ouseholds忆
e鄄commerce with low Internet penet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mechanism, organizational
form, risk perception and other dimensions. Moreover, it analyze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鄄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from individual, market and social facto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e鄄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needs to be deep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ility. The way and direction to deepen the research is to broaden its perspective,
innovate its methods and deepen mechanism research.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鄄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l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good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ffective resource link mechanism, multi鄄participation linkage mechanism, and
healthy value guiding mechanism.
Key words: e鄄commerce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heterogene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cia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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